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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 

在土木工程拓展署設立可持續大嶼辦事處及  

重組現有各拓展處的人手編制建議  

 

就 2016 年 12 月 16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的跟進工作  
 
  現應發展事務委員會在 2016 年 12 月 16 日的要求，提供以下補

充資料：  
 
(a) 政府當局有否就大嶼山進行下列研究／工作：  
 

(i)  環境評估策略性研究；  
(ii)  基線檢討；  
(iii )  接待訪客能力的研究；  
(iv) 交通管制措施；  
(v) 保育歷史及文化 (包括鄉郊文化 )；  
 
若有，負責進行上述研究的人員的職位分別為何；若沒有，日

後於擬議可持續大嶼辦事處負責上述研究的人員的職位分別為

何；  
 
2.  規劃署現正就《香港 2030+: 跨越 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》(《香

港 2030+》 ) 研究進行策略性環境評估 (策略性環評 )，評估範圍涵蓋

全港，包括大嶼山。該項策略性環評包含基線檢討，目的是在規劃初

期找出有關的環境關注事宜。策略性環評的初步結果會用以更新全港

發展策略，即《香港 2030+》，以及制訂大嶼山發展和保育藍圖。該

項策略性環評顧問研究的日常管理由一位高級城市規劃師負責。日後，

可持續大嶼辦事處 (辦事處 )推展個別項目時，會進行更詳細的環境影

響評估，以確保項目的推行能符合相關環境保護的標準及要求。  
 

3.  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就大嶼山康樂和旅遊發展策略進行研究，當

中包括初步檢討大嶼山接待訪客的能力及就建議的康樂旅遊發展計

劃進行交通運輸評估。現時，該項研究由一位高級城市規劃師負責管

理。擬 議 的 辦事處成立後，我們會就大嶼山交通運輸和接待訪客能

力進行研究。就交通運輸方面，該項研究會因應大嶼山的各個發展計

劃，全面審視區內的交通和運輸基建系統，研究同時會評估改善東涌

至機場島、東涌至大澳，以及梅窩至北大嶼的交通連接的需要 /可行

性。該項研究亦會因應最新的康樂和旅遊發展建議，評估大嶼山接待

訪客的能力。該項研究將會由一位總工程師負責管理。就個別的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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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，例如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，我們會在設計階段進行詳細的交通

影響評估，建議合適的交通改善 /管制措施，以減少不利的影響。  

 
4.  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就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及梅窩、大澳和馬灣

涌改善工程進行的研究，均會以保存歷史和文化，包括鄉郊文化，為

重要的考慮因素之一。現時，上述研究及隨後的工程由多位總工程師

負責管理。辦事處成立後，會以内部資源或透過委聘專業顧問／承辦

商進行研究 /工程，繼續探索保存更多歷史文物和文化資源的契機。  
 
5.  上述由首長級 /高級專業人員負責管理的研究／工作會由高層首

長級人員督導，並由工程師或規劃師職系的專業人員提供支援。  
 
 
(b) 提供一個一覽表，說明在可持續大嶼辦事處主要職務 /責任為專

責保育大嶼山的職位；並闡明有關職位的職責；及  
 
6.  大嶼山的總體規劃願景是平衡發展和保育。大型發展項目只限於

北大嶼進行，而南大嶼則主要作保育用途。大嶼山逾七成的土地具有

高度保育價值，已被劃為郊野公園或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，受到保護。

為進一步加強保育，我們已初步擬定保育計劃清單，當中包括保護貝

澳濕地的生態、水口灣沙灘，以及大澳的自然環境、傳統文化和文物

建築等。我們亦會研究合適的土地管理措施，以期達致更佳的保育效

果。此外，我們已設立聯繫機制，與相關持份者，包括地區人士、保

育人士、環保團體和相關部門，探索可能的措施，以更好地保存珍貴

的自然、文化和文物建築。  
 
7.  在辦事處的人手編制建議中，其中一位副處長將督導所有關乎大

嶼山可持續發展的保育計劃和環境事宜；至於另一擬設的總工程師，

則會領導一個專責保育的隊伍，由具備自然保育知識和經驗的一名高

級林務主任和兩名林務主任組成，以制訂及推展所有關乎大嶼山可持

續發展的保育計劃和環境事宜。該隊伍會先探討在上文第 6 段所提及

的大澳、水口及貝澳等地的保育先導計劃，並會在規劃和推行階段就

各項大嶼山發展項目提供保育方面的建議。  
 
8.  儘管如此，所有在辦事處工作的專業人員都會充分意識到大嶼山

保育工作的重要性。他們有能力確保在推展有關發展研究／項目時，

會考慮不同的保育計劃和嚴格遵循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的要求，並

會就此與環境保護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緊密合作。他們須檢視手上項

目對環境產生的影響，並確定是否有任何具保育價值的自然、文化和



第 3 頁 

古物古蹟資源，以及合適的保育措施。如有需要，我們亦會委聘保育

和環保專家進行各項研究 /項目。  
 
 
(c) 關於《大嶼山發展公眾參與報告》(行政摘要 )，政府當局會如何

處理在進行公眾參與活動期間蒐集的建議，以及可持續大嶼辦

事處會否推行當局從公眾接獲的新發展建議 (行政摘要第 3.3.4
段 )，包括“使用郊野公園土地興建房屋”及“提供一個賭場”。 

 
9.  編製公眾參與報告和其行政摘要的主要目的是臚列在公眾參與

活動期間收集到公眾人士的意見／建議和分析結果。我們在制訂大嶼

山發展和保育藍圖時，會參考有關公眾參與活動的結果，並只會推展

有利於大嶼山可持續發展和保育的計劃。  
 
10. 我們現時沒有計劃推展部分市民提出有關“使用郊野公園土地

興建房屋”及“提供一個賭場”的建議 (見行政摘要第 3.3.4 段 )。  
 
 
 
發展局  
2017 年 1 月  


